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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中部 113學年度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特色課程-實習演出 
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若上下學期均開設者，請均註記) 
節數 每週 4 節 

設計理念 

1. 本校為培養藝術之文化之專業人才院所，在進入職場前，客家戲曲演員必須擁有大量模擬站上表演場域的實戰經驗機會，未來不論面對職場環境或職場需求，才能更能適性揚

才，成為領域中的核心工作者。 

2. 表演藝術的前製時期以獨立操作為主，進入製作核心以及後製，需幾十至幾百人的協力共成，本課程主旨即為後者，使學生在團體合作中，體驗過程，發現問題，學習通達，

成就演出。 

3. 一場演出，就演員而言，除了必須於主副修時間學習一齣戲中包含的四功五法，實習演出則另須指導學生學會掌握梳化，穿戴，進入後台時應該注意的禮儀規矩。和各個環節

合作對象的待人接物應變能力。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A.自主行動： 

1.（身心素養與自我精進）明白實習演出對於戲曲演員專業養成的重要性，能運用實習演出來認識自己，審視自己，表現自己，奠定作為戲曲演員的終身學習基礎。 

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透由實習演出過程，認識戲曲演員在演出前後所需準備以及面對的人事物，建立對於表演正面心態的價值觀，提高學生對於表演的興趣。 

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透過實習演出的實際操作，培養學生自我負責，以及當面臨到問題時的自我反省能力，建立不斷自我調整與自我要求不斷精進的完善人格。 

B.溝通互動： 

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理解實習演出操作時，於日常生活學習中，自我的表現與他人感受之體察，得以與他人有良性的溝通與互動，完成團隊互助的目標。 

2.（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從實習演出的整個過程中，身臨其境感受戲曲之美，體驗戲曲與生活中密不可分連結而成，極具美感的人事物，並能理解戲曲創作以及欣賞藝術的鑑賞能

力，提升對於戲曲審美的判斷力。 

C.社會參與： 

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從實習演出中的演出經驗中獲得是非判斷的能力，了解自己所處的環境中與現在社會的連結所在，培養對於社會的同理心與責任感，在自我精進的過程

中，亦能關懷身邊的同儕，共同增進對於了解文化藝術之興趣。 

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從演出中培養良善的同理心，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發展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的合作素養。在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表達個人想法，包容不同

意見，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從而增進理解、溝通與包容的能力，在團體生活中建立友善的人際關係。 

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透過實習演出，使學生獲得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了解文化與戲曲密不可分的關係裡，還蘊含了中國文化的幾千年的人

文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1.學習戲曲容裝。 

2.生行學習用水紗和勒頭帶學習勒頭；旦行學習如何將頭套戴上，並且依照年齡、性格、行業、年代來區分造型梳理方式以及差異性。 

3.學習如何將各種不同的服飾正確穿著上所需行當和飾演的角色上。 

4.學習和音樂配合，掌握調門和節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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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習站上氍毹時，能讓觀眾的視線感官，得到舒適，後能專心欣賞演出。 

6.學習演出過程中的臨場反應。 

學習 

內容 

1.和化妝老師學習如何美化儀容。 

2.生行和盔頭老師勒頭，旦行和梳頭老師學習梳古裝頭。 

3.和衣箱老師學習行頭名稱，和穿著方式。 

4.和音樂老師學習認識伴奏樂器，與音樂磨合練習，使演出過程能共融一體。 

5.和主教老師學習認識舞台氍毹上各個位置的名稱與定點意義。 

6.從實習演出的經驗中獲得與各種臨發狀況之應變能力。 

課程目標 

1.增進對客家戲曲演出本身以及周邊合作對象、觀眾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的能力。 

2.發展戲曲藝術與生活創作和展現的素養，以傳達思想與情感。 

3.提升對客家戲曲的審美感知、理解、分析，以及判斷的能力，以增進美善生活。 

4.培養主動參加藝術與文化活動的興趣和習慣，體會生命與藝術文化的關係與價值。 

5.傳承文化與創新藝術，增進人與自己、他人、環境之多元、同理關懷與永續發展。 

總結性評量-表

現任務 

實習演出若是一個團隊任務，要怎麼進行團隊合作？若客家戲曲在人們的印象中被圖像化，你為如何去用唱念做打來詮釋？請透過客家戲曲的實戰演出，來用唱唸做打的身段，以

及人物詮釋，來表現客家戲曲在觀眾記憶中的樣貌，學生得以個人或分組完成實習演出的任務執行以及客家戲曲劇目詮釋來展現。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形成性評量(檢核點)/期末總結性  

第 1學期 第 1-8週 劇目對戲細排，走

排 

1.各個行當單獨角色，將所學之唱唸做打，各自表現，與對手達到默契之磨合訓

練。 

2.各個角色與對手角色透過不斷反覆排練磨合，使彼此之間的配合度更嚴謹之加強

過程。 

3.與音樂對腔，吊嗓，響排前的走排，讓音樂知悉需要配合的部分、時間與節奏。 

學生條件分析：透過對戲，細排，走排，了解學生的戲曲素

養先備條件並適時搭設策略指導。 

檢核點：能個人自行整理重點筆記。 

第 9-11週 響排 與音樂共同不斷反覆排練，以達到學生在角色演出時，與音樂配合無虞，達到緊、

馳、快、慢，皆能流暢，使得表演進行時，得以專心呈現，別無旁顧。 

學生條件分析:實際操作培養學生積極省思與調整技藝的態

度，以作為後續系定教學劇目的探究學習的基礎。  

檢核點：能與團隊共同發現問題與溝通解決。 

第 12週 第一次實習演出 1.進入演出準備的後台，學習認識整個劇場演員準備區，包含化妝區、樂池區、冠

戴盔頭區、衣箱區、道具區、上舞台前的準備區，各區之間的注意事項。 

2.準備演出前的化粧、和音樂做演出前對戲，上台前默戲。 

3.正式站上舞台。 

4.演出後做各區歸位整理。 

學生條件分析：透過正式實習演出了解學生的戲曲素養先備

條件並適時搭設策略指導。 

檢核點：能發現自身問題，整理重點筆記，省思調整再重新

出發。 

第 13-15週 劇目對戲，摳戲，

整排 

1.各個行當單獨角色，將所學之唱唸做打，各自表現，與對手達到默契之磨合訓

練。 

學生條件分析: 透過對戲，細排，走排，了解學生的戲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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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個角色與對手角色透過不斷反覆排練磨合，使彼此之間的配合度更嚴謹之加強

過程。 

3.與音樂對腔，吊嗓，響排前的走排，讓音樂知悉需要配合的部分、時間與節奏。 

養先備條件並適時搭設策略指導。 

檢核點: 能個人自行整理重點筆記。 

第 16-20週 第二次實習演出，

響排，第三次實習

演出，綜合討論 

1.將所學之劇目透過反覆排練、站上舞台實習演出不斷累積實戰積驗，增強對於唱

唸做打與進入角色之自信程度。 

2.在不斷實戰後，沉澱累積經驗，產生省思，提出問題，堆砌舞台演出藝術的技藝

厚度。 

學生條件分析: 透過多次反覆的正式實習演出了解學生的戲

曲素養先備條件並適時搭設策略指導。 

檢核點: 能發現自身問題，整理重點筆記，省思調整再重新

出發。 

第 2學期 

第 1-12週 
劇目對戲，摳戲，

整排，實習演出 

將所學之劇目透過反覆排練、站上舞台實習演出不斷累積實戰積驗，增強對於唱唸

做打與進入角色之自信程度。 

學生條件分析: 歷經反覆的站上舞台正式實習演出，了解學

生的戲曲素養具備條件並適時搭設策略指導給與養分。 

檢核點: 能不斷發現自身問題，整理重點筆記，省思調整再

重新出發。 

第 12-19週 

成果展演劇目摳

戲，整排，成果展

演 

擇定成果展劇目後，透過反覆細排、響排、站上舞台實習演出不斷累積實戰積驗，

增強對於唱唸做打與進入角色之自信程度。 

學生條件分析: 經過多次反覆的正式實習演出了解學生的戲

曲素養先備條件並適時搭設策略調整系定演出劇目。 

檢核點: 能發現自身問題，提出問題，整理重點筆記，省思

調整再重新出發。 

第 20週 綜合討論 

經過密集式實戰演出，正式開放對外演出的成果展演後，沉澱累積經驗，產生省

思，提出問題，堆砌舞台演出藝術的技藝厚度，對下一個學習階段，有更清晰的藝

術覺知。 

學生條件分析: 多次反覆的實戰實習演出，了解學生的戲曲

素養先備條件並給予搭設策略指導。 

檢核點: 能發現自身問題，整理重點筆記，省思調整再繼續

精益求精。 

議題融入實質內

涵 

【多元文化教育】 

多 J1 珍惜並維護我族文化。 

【安全教育】 

安 J1 理解安全教育的意義。 

安 J9 遵守環境設施設備的安全守則。 

評量規劃 
1.檢核點50%：(1)個人演出筆記整理30% (2)劇目小組問題擬定與資料蒐整分析20% 

2.表現任務50%：(1)劇目小組演出成果30% (2)個人學習歷程反思與調整2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排練場、演出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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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 
1.曾先枝 鄭榮興(民國 98年 8月再版)，《客家三腳採茶戲選讀》，台北市：台灣戲曲學院。 

2.曾先枝 鄭榮興(民國 95年 8月初版)，《客家三腳採茶戲選讀（二）》，台北市：台灣戲曲學院。 
師資來源 本系專業技術教師 

備註  

 


